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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有门 窗口开进政务中心

“和敏健康”援助项目由安踏集团
和敏基金会发起，旨在帮助晋江参保对
象中患病的困难群众及时接受治疗、缓
解城乡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问题、补充
完善晋江市城乡居民医疗救助体系，并
促进医疗卫生健康公益事业发展等。
该项目计划每年捐赠1000万元，5年计
划捐赠5000万元。

2022年 11月，安踏集团和敏基
金会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立

“和敏健康”援助窗口。窗口设在大
厅一楼便民服务区的医社保窗口
旁，方便援助对象信息互通有无，加
速援助发放。

许小英一家正是通过这一窗口
得到帮助，获得援助金5万元。

“在大病面前，普通家庭往往很
脆弱。”“和敏健康”援助项目窗口工
作人员张思琳说，实地走访是援助工
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通过走访，他
们充分了解每个援助对象的真实情
况，及时掌握后续的援助需求，“很多
家庭陷入困境，原因是多重的。‘和敏
健康’援助项目的初衷，出钱是最基
础的，援助才是目的。”

片区入户医护人员、陈埭卫生院

妇产科的苏清霞也强调了援助的重要
性，“很多家庭劳动力在照顾病人时，
无法外出赚钱，经济压力一直存在。”

服务有方 暖到群众心坎上
尽管已经有超 600 人次获得援

助，但对“和敏健康”援助项目团队来
说，“速度可以更快一点，援助对象可
以再多一些。”“和敏健康”援助项目
相关负责人吴伟阳说，“我们要让更
多人了解这个项目。”

从广东来晋江打工的黄玉玲也
是“和敏健康”援助项目的受益者。
彼时，黄玉玲是一名肺动脉高压产
妇，属高危产妇。其丈夫在工厂打
工，月薪 4000元左右，高昂的医疗费
用压得这对夫妻喘不过气。

“考虑到黄玉玲在晋江打工十多
年，已经是一名新晋江人了，我们批
准了她的申请。”“和敏健康”援助项
目工作人员说。

“和敏健康”援助的特色在于援
助模式与政府救助有效衔接、优势互
补。针对暂时不符合政府救助政策
但因病可能致贫或返贫的群众，该基
金会充分调动资源，及时予以援助，
补充完善政府医疗救助体系。

不仅如此，在援助方式上，该项
目灵活採用事前援助与事后援助相
结合的方式，帮助困难群众及时接受
治疗，避免延误治疗时机。

“这个援助像是一场及时雨，太
感谢他们了，真是暖到了我们心坎
上。”黄玉玲说。

保障有力 深化基层协同联动
“如果不是驻点片区医生、村医

的帮助，我们也无法完全了解援助对
象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更多人参
与进来。”和敏基金会工作人员说。

村医是最了解村庄长期病患情
况的人。“援助对象什么时候就医、什
么时候需要拿药、多久需要回诊、家
庭收入如何等，都在村医脑子里。”和
敏基金会工作人员说。

实际上，项目一开始，张思琳和
同事就早早建起基层服务网络群。

“有些援助对象连普通话都不会
说。”张思琳说，部分受助对象连智能
手机都没有，电子表格更不会填，往
往需要基层人员帮助提交材料。

“所以，我们通过党委政府的帮
助，和所有街镇的妇联、团委等负责
人加微信，并组建微信群，形成基层
沟通网格。”张思琳说，目前，这种协
同合作关係正在逐步加深。

“尝过以前的苦，才更珍惜现在
的甜，更感恩这个社会。”安踏集团创
始人、荣誉董事长、和敏基金会荣誉
主席丁和木曾经说过。正是秉承他
乐善好义、扶危济困、回馈社会的初
衷，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在2021年由
丁和木家族捐资 100亿元成立，以医
疗大健康领域为主要捐赠方向，而

“和敏健康”援助正是该基金会众多
慈善公益项目中的一个缩影。

丁和木朴实的话语，早已成为
“和敏健康”援助项目团队的指明灯。

过去一年多，“和敏健康”援助成
为基金会的长续项目。如今，随着项
目不断铺开，援助流程变得越来越流
畅。越来越多有需要的人，通过这扇
小小的窗口，渡过人生的难关。

本报讯（记者 曾小凤） 24
日，第 13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
易会第二期（以下简称“广交会二
期”）进入第 2天，境内外商家热
情不减。展会上，晋江企业携众
多创新产品亮相，与来自世界各
地的客商交流互动，“链接”全球
商机。

在福建冠中科技有限公司展
位，一系列环保产品吸引了众多
客商的目光。“冠中积极响应国家
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号召，不
断在降解材料的研发和生产上做
投入。此次，我们展出的都是环
保产品。”该公司外贸负责人许锦
峰介绍，他们主要展出生物降解
超市购物袋和环保餐具两大系列
产品。其中，生物降解购物袋在
特定环境下仅需120天即可自动
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而环保餐
具则採用PP加稻壳粉或PP加玉
米淀粉制作，有效减少了塑料的
使用和碳排放。

另一家备受关注的企业是梅
花伞业，其展位上，“PFAS”认证
展示牌格外显眼。该公司总经理
王卿泳告诉记者，目前，一些国家
已提出对 PFAS（氟烷基物质）的
管控目标和原则，梅花伞业积极
适应市场变化，推出了符合认证
要求的环保产品。“国际市场对环
保要求不断提高，我们也将持续
在环保产品的开发上努力。”王卿
泳说。

在广交会二期上，记者发现
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
智造的标志之一，越来越多的企
业开始注重环保，推出各种环保
型产品。此外，记者还了解到，相
较于去年同期，本次展会的国际
客商人流量明显增加。晋江企业
的环保、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国
际客商的目光，他们对这些产品
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面对这一趋势，晋江外贸企
业纷纷表示，将增加对潜力市场
的了解与开发，培育市场增长的
新机会。他们将不断提高供应链
水平，以适应不同客户的订单诉
求，并重视绿色制造及产品创新，
从而更好地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
竞争。

会发光的伞、会变大缩小
的伞、有安全功能的伞……在
第135届广交会上，来自晋江
的“新奇特”产品让人目不暇
接。

泉州市雨相伴伞业科技
有限公司展位上，一把看似
平平无奇的长柄伞，在按下
按钮后，伞面丝滑打开。在
普通圆形伞面的基础上，该
伞两侧伞架进一步伸展，变
成椭圆形伞面，伞下空间顿
时变大；收伞的时候，伞架向
内收缩，又恢复成与普通伞
具一样大小。

与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交
流后，记者得知，此类可变大
缩小的伞具，他们还有很多
款，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伞
架伸缩方向，比如可 360度
伸展的伞，或是从单个方向
伸缩的“背包伞”……

晋江制伞企业深度洞察

市场的变化，用差异化、特色
化、创新性，以及产品组合的
多元化，赢得广大客商的青
睐。这也是晋江制伞企业在
此次广交会上共同呈现的亮
点。

伴随市场竞争愈发激
烈，在对产品进行创新之余，
不少晋江制伞企业也在思
考，如何才能脱颖而出？

展会上，夜晚荧光安全
伞面、炫彩伞面、可旋转伞面
等产品吸引了客商关注。梅
花伞业展位上，挂在展台上
的炫彩系列产品，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多个色系的
炫彩伞面透出时尚感。据介
绍，炫彩系列是梅花伞业重
点推介的产品之一。今年，
梅花伞业在原有产品基础上
进行升级，不仅在炫彩伞面
上进行花样设计，还在伞面
的材料上进行开发，满足客

户的不同需求。
专注折叠伞生产制造

的优安纳，展出了碳纤维反
光伞具产品。该产品的伞
面面料在灯光照射时会产
生强烈的反射，不仅色彩鲜
艳，而且在夜间可以起到安
全提醒的作用。同时，碳纤
维伞架不仅能抵挡超强风
力，产品更加经久耐用，而
且 让 使 用 者 的 握 感 更 舒
适。该产品凭借其出色的
视觉效果和卓越的产品性
能，成为优安纳在本次展会
上的“流量”担当。

当下的晋江制伞业，实
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全、从
全到优，并通过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做大
市场的同时，做深行业的深
度，并通过持续研发创新，提
升产品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 24日上午，晋江市
池店镇潘湖村一体化卫生所揭牌启用。该卫生所
将为潘湖村及附近居民提供便捷、优质、高效的医
疗服务。

据悉，潘湖村地处池店镇西片区，区位优势明
显，发展势头良好，现有规上企业 9家，常住人口
近万人，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基础配套设
施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医疗资源紧张、群
众“看病难”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村里仅有 1
家卫生所，难以满足广大群众的健康需求。针对
这一问题，在晋江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卫健局、
中医院等部门和单位的支持下，池店镇将打造潘
湖村一体化卫生所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在人
力、物力和财力上予以支持，仅医疗设备一项投入
就达20多万元人民币，有效解决了基层卫生服务

“最后一公里”问题。
24日，记者走进潘湖村一体化卫生所看到，

该卫生所药房、诊疗区、中医药综合服务区、处置
室等一应俱全。“潘湖一体化卫生所是池店卫生院
的延伸服务点，我们将卫生院的医疗服务下沉基
层村级，让村民不出村就可享受医疗服务。”池店
卫生院院长许珊珊说。

“以前，我们要是身体不舒服，就要走路或
骑电动车去很远的地方看病，现在卫生所开到
了家门口，就方便多了。”70岁的潘湖村村民赖
翠娥说。

近年来，池店镇把服务群众、方便群众作为第
一职责，加大基层医疗卫生投入，全面提升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目前，池店卫生院已有
池店村、桥南社区两个院区，溪头村分院即将投
用；已建成仕春村和潘湖村2个一体化卫生所，状
元里社区、清濛村2个一体化卫生所正在筹备中；
位于钱头村的池店卫生院（新院区）前期工作正在
加快推进中。届时，池店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将进一步提升，池店老百姓在“家门口”将享受
优质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当天，池店镇卫生院的医生还在现场开展义
诊活动（下图），提供了中医刮痧、拔罐、理疗等服
务。

“和敏健康”援助项目——

从“窗口”暖到“心口”
本报记者 沈茜

产品“含绿量”满满

晋企携创新产品亮相广交会

这里的伞“七十二变”

让群众在“家门口”
享受便捷医疗服务
池店潘湖村一体化卫生所启用

闽南老旧的土瓦房里，坐在竹编椅上的许仁国，将目光倾注在小孙女许小英身上。
这个由他亲自取名的孙辈，点亮着一家人的希望。

这是“和敏健康”援助的家庭之一。三个月前，这一家人还笼罩在阴霾之下。产妇
王桂花被诊断为高危孕妇，高昂的医疗费用和巨大的风险一度让这家人陷入困境，决定
放弃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就在此时，“和敏健康”援助项目带来了一笔资金，缓解了这
一家人的窘迫和顾虑。

更多的希望被点亮。截至目前，这一中国首创的工作模式，共援助了超600名对象，
总援助金额达600万元（人民币，下同）。

本报记者 曾小凤


